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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 要] 语言习得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是语法规则的习得。语法知识的建立分为两种: 一

种是在交流时无意识形成的; 另一种是能明确说出来的。本文提出教师要通过大量的有特征性的

语言输入来促使学生把语言规则提炼出来,再融入到自己的语言系统中, 使之不断地趋于目的语。

这种教授语法的理念不同于传统的语法教学, 有益于促进学习者中介语系统的发展, 通过对语言

形式的练习来促进学习者对语言特征的注意, 使语言经验概念化, 学习者能创造性地运用语言。

这种语法教学是在语言交际的前提下进行的。本文以课堂活动设计实例来说明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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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引言

简单地说, 语言习得是一个从理解输入语言的内容并吸收到产出语言 � � � 把自己的意思
表达输出的过程。语法不论是在对输入语言的理解还是在对输出语言的可接受性、准确性方

面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比如一个句子对说英语的汉语学习者来说不容易理解, 但是如果用

语法分析的策略,把主、谓、宾语和句式结构提取出来, 理解上的困难立即得到化解:

� ��, 电脑��成为��不可缺少的工具, ��同时, 也带来了��烦恼和忧虑, ��电脑综合症

��成为��现代病,引起��注意。� �

上面一段例文本来是一个很长的、内容和形式都颇为复杂的句子,由于语法结构的提示,

变得简明易懂了。语法技能对帮助学习者理解输入必不可少,对学习者的输出表达更是起着

�让他人明白( com prehensible output )�的重要作用。语法使表达准确以使他人理解其意; 语

用使表达恰当以使他人不产生误解。

� 1语言规则的习得过程

语言习得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是语言规则的习得,如果能弄清学生习得语言的规律, 我们

的教学势必会更加有的放矢。教师如何教取决于学生怎样学。虽然我们对语言规则习得的研

究刚起步,了解有限,但不妨把现有的研究总结一下,以指导教学实践。

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来讲,语法知识的建立分为两种。一种是交际时在无意识的语言运

用中所形成的。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学习者首先要接触大量的有意义的语言输入,自然语

言的大量出现和运用激活了大脑中的语言习得装置( LAD) ,语言习得装置把学习者所接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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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言输入材料概念化、规则化、抽象化,逐步给大脑中的普遍语法参数赋值。这样,学习者产

生了语感,能够辨别句子的正确与否。这样的语言知识是抽象的、隐含于大脑中的,有无限的

生成力。另一种是能明确地说出来的语法规则和语言知识, 如教材中所描述的语法条例。这

些知识通过学习而获得, 跟第一种语言知识不同。为什么我们不提倡单一地讲语法呢? 因为

这一类语法与语言的生成没有直接的关系, 而是对语言的习得起间接的推动作用。Long

( 1988)和 Ellis ( 2002) 指出语法书上的语法条例只是语言学家们分析归纳的结果,对语言习

得、对学习者建筑自己的语言系统来说并无直接的关系。

语法在教学中是否应该束之高阁呢? 不是的。学习者语法系统的习得虽然是无意识的,

但有意识的教学可以使有意识的学习活动转为无意识的习得 ( Ellis 2002)。以前有学者(如

Krashen)认为有意识和无意识这两种知识系统是分开的、互不影响。近十几年来, 不少实验

研究表明(如 Schmidt 1990, Seliger 1979) ,这两种体系是紧密联系的。当学习者学习某一具

体的语法特征时,这两种语法系统互动发展, 把有意识的学习升华为无意识的习得。在此过程

中, �注意� ( N ot ice) 是把输入的语言变成吸收和正确输出的必要条件。习得通过可懂输入产

生,也就是说,输入的内容与形式很重要,但教师对语言输入方面所下的工夫并不能保证学习

者对语言的习得( Gass, M ackey & Pica 1998)。决定习得成败的是学习者自己。如果学习者

能够首先注意到某些语法特征,就有可能在以后接收处理输入时不停地意识到所学的结构, 就

能把对语言的感性认识概念化,并对某些语法特征加以推测和假设。能够使学习者注意到语

言规则特征的各种教学活动都是可取的,都能帮助学生习得语言的形式。

H inkel & Fotos ( 2002) 这样总结语言的习得过程: 当一个语言点反复出现且得到经常

性的注意时,学习者就会无意识地把它和自己已经建立的中介语的语法系统相比较,无意识地

对已经注意到的语言点提出假设, 对注意到的新的语言现象和他们现有的语言能力之间的不

同提出假设。他们无意识地通过两个渠道来验证自己的假设:一是继续对大量的语言输入中

的语法现象加以观察、注意;二是在运用和表达输出中进行检验。当学生进入这种学习阶段

时,他们就能重新建立他们隐含的无意识的语言知识体系。

� 2语法教学例释

解释和练习语法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让学生会用语法, 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注意到某些语

法特征,明白语法规则的实质内容。教师虽然无法控制学习者的习得, 但可以用众多的措施与

途径去提高学习效率。通过大量的语言输入,教师能够促进学生把语言规则提炼出来,再融入

到自己的语言系统(即自己的中介语中) , 使之不断地趋于目的语。这种教授语言结构的理念

不是传统语法教学的重复,而是以发展学习者中介语语言系统为目的, 是透过对语言形式的

练习,促进对语法特征的注意,使语言经验概念化, 创造性地生成与运用。赵金铭( 1997)指出

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的六个原则, 以�学�为出发点, 在�学�的基础上讨论�教�。这六个原则包

括: ( 1)是教学语法而不是理论语法; ( 2)是教外国人的语法而不是教本族人的语法; ( 3)是从意

义到形式而不是从形式到意义; ( 4)不仅是分析的语法更是组装的语法; ( 5)不仅是描写的语法

更是讲条件的语法; ( 6)不是孤立地讲汉语语法,而是在语际对比中讲汉语语法。

应该提到的是, 对语言形式和语言结构的教学是在语言交际这一大框架下进行的。这样

的教学思路,与�精读课�对有限的几个语言点的密集训练使学生准确无误地掌握语法有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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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 也与交际法只是把语言点隐入语言输入中而不进行明确地讲解迥然不同。此外,所教的

内容不是语法分析, 而是教学语法, 是学习者容易在表达理解方面出错误的语言规则和句法结

构。这些语法内容教师应该用某些教学手段和教学策略来提醒学生,唤起他们的注意,激活他

们的习得状态, 促进他们重建自己的语法系统。如果教师能够帮助学生有选择、有意识地注意

语言的形式和语言形式的内在关系,习得就会发生( Ellis 2003)。

近十多年来,在交际语言教学的框架下( CLT�Com municat ive Language Teaching ) , 对语

言形式,即对句式结构特征的展现和语法教学,不但得到了众多的第二语言习得实验研究结果

的证实,而且作为一项教学中的独立内容得到了研究者和教学一线老师的共同重视。和传统

教学不同的是, 对语言形式,即语法教学一定要从对语言的理解入手, 从意义开始;要把语言的

特征清楚明了地展现给学习者,使无意识的习得在有意识的引导下产生。语言输入的数量和

质量要跟学生习得的不同阶段和语言水平联系起来,为此教师应做到如下几点。

第一,从理解入手( com prehensible input)。如何使学生注意到语言形式的特征? 讲解语

法常常达不到目的。因为教师的讲解是外在的, 不是学习者内在的活动。首先使学生对学习

的内容有很好的理解,只有在理解的基础上才能谈到�注意语言的形式�。输入的内容以语义

为主,有真实的内容,易于理解。为了帮助学生理解新知, 一方面可以运用非语言输入(如实

物、图片、手势) ,这给学生提供视觉上的刺激、涉世知识方面的便利, 使他们容易进入情景。另

一方面可以引导学习者在已知的基础上来学习未知, 新的学习总是建立在已有的基础上。比

如,在介绍一个新语法点时,语言的形式是新的,但功能可能是旧的。这就需要把语言形式、内

容和功能紧密地结合起来。以�把�字句为例, �把�字句常用于祈使句或叙述句中, 而祈使(如

请求他人做事)和叙述(如看图说话) ,都是学生熟悉的语言活动, 因此介绍� 把�字句时不妨从

祈使句入手、从听力理解开始。为了帮助学生理解�把�字句的语用特征 � � � 强调动作的结果,

强调动作给宾语带来的变化, 可以用�完全行为反应法�( Asher 1982)提供给学生大量的感性

经验,使他们在行动中体验�强调动作给宾语带来的变化�的含义, 比如:

� � [例 1: 理解输入,把字句]

活动目的: 用实地实物、听力理解来帮助学生熟悉�把�字句的语用含义。教师首先把句式

和典型范句用板书的方式输入给学生: �请把 N. V. Complem ent .请把书打开。�, 然后一边说

一边做打开书的动作。在学生理解输入的意思后,进行师生互动。

( 1)教师向学生做语言输入,用祈使句做实地实物要求(教师可以变换名词,如�书、本子、

笔、手机、手表�等)。教师通过学生的行为知道他们是否理解。例如:

� � � 请把你的书从书包里拿出来。� (学生把自己的书从书包里拿了出来)

� � � 请把你的书放在桌子上。� (学生把自己的书放在了桌子上。下同)

� � � 请把你的钱拿出来。�

� � ��

( 2)师生互动, 教师输入。这只是对个别同学提出的要求。例如:

� � (教师指着教室的门) �海伦, 请把门打开。�

� � (教师指着教室的灯) �汤姆, 请把灯关上。�

( 3)生生互动,学生输入。要求学生都站起来,每个人想好三个祈使句,说给他/她的同桌,

一个说,一个做。然后变换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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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生生互动,全班性的再次做总结练习。教师请两三个学生分别用�把�字句请求或命

令,要求所有的学生用行动做出回答。

这一课堂活动的特点是用实地实物来帮助学生理解。这四个小活动中, 每个句子中的宾

语或者改变了其原来的位置(如�把书放在桌子上�) ,或状态发生了变化(如�请把灯关上�) , 希

望学生通过对多种方式输入的理解,能够意识到�把�字句的语用特征。

学习�把�字句的难点最少有两个: 首先是学生不容易明白什么时候用�把�字句, 这是语

用方面的问题; 其次是语法方面的,如词序和动词补语的难度。

第二个例子是用实物来帮助理解。围绕实物,用叙述的形式把它表达出来。实物是说话

者所关注的焦点,由于动词的作用发生位置上的变化, �把�字句便成为必用的句式。
� � [例 2: 叙述,把字句]

学生用叙述句来表达他们所发现的老师的�秘密�。

( 1)首先教师用口头与板书的方式输入句式特征与典型范句 � � � � Subj. 把 N. Verb.

Complem ent . 老师把什么带来了?�,并且带领学生把典型句说流利。

( 2)教师从自己的包里每拿出一样东西, 就让学生先集体后个人把它叙述出来。教师把物

体一一整齐地摆在讲桌上。例如:

� � 老师把苹果带来了。 � � � 老师把面包带来了。 � � � ��

( 3)教师用口头与板书的方式输入典型范句: � Subj. 把 N. Verb. Complem ent . 我把苹

果拿走了。�,教师告诉大家�这些都是老师给你们的礼物, 请你们把它一一拿走。�学生分别上

讲台来拿,每拿一个叙述一句话。例如:

� � John 把苹果拿走了。� � � M ary 把面包拿走了。 � � � ��

( 4)教师请个别学生汇报一下�谁把什么拿走了�。下面是一个学生的汇报:

� 我没有把橘子拿走了。我把面包拿走了。 John 没有把苹果拿走了。他把奶酪拿走了。Chris 把火

腿拿走了。我们做三明治。�

由上可见, 语法教学是从理解入手, 最后又落实到学生之间的互动上的。语法技能要在语

言的形式、内容与功能三位一体的练习中获得。比如, 在活动( 2) ( �老师把什么带来了?�)的基

础上, 可以给学生一个任务型的练习 � � � �你把什么带来了?�。同桌之间互动, 发现彼此书包

里的�秘密�, 然后向全班汇报�侦探� 的结果。由于练习是实地实物,学生好理解,易交流。

第二, 把语言的特征清楚地展现给学生, 让学生有机会意识到并抓住其特征。对语法项目

的提示, 特别是第二语言学习者容易出错的地方,应加以提醒和有意的编排以引起学生的注

意。这就需要在语言形式的输入上做文章,在语料上下功夫。陈贤纯( 1995: 25)提出: �第二语

言教学至关重要的是选用什么样的语料,怎样使用语料以及语料的数量。�

类比(如替换练习)就是一个明确显示语言结构特征的方式。通过替换练习来组装创造新

句子,变换、扩大句子的意思与内容。这是一种用同样的形式建造不同内容的技巧, 适合� 旧
的形式, 新的内容�的习得特点( Operating Principles, Slobin 1985; A ndersen 1984) , 也适合

学生的认知技能,新内容建立在旧的结构上。由于语法结构展现得清楚,学生容易掌握其规

律,学起来较轻松,并有机会不断地调节、重建其中介语的语法体系。

� � [例 3: 展现语序,连动句式]

活动目的是,复习语序,明白修饰语在句中的位置。活动任务包括用句型回答问题, 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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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 和同学做互动交流。活动前准备: 学生熟练地掌握了有关的动词结构和副词短语。语言

形式是: T ime+ Subj. + Adv . Phr. + 来/去/到( PL) + VP。具体步骤如下。

( 1)教师可先把汉语语序结构展现在黑板上以引起学生的注意:

T ime Subj T ime/ F req.
Adverbial

( manner, means, location, etc. )
来/去/到 ( PL) VP. ( Purpose)

我 去 看电影

我 回 家 吃饭

今年夏天 我 从纽约 去 北京 看朋友

上学期 我 常常 和张萌一起骑车从宿舍 到 图书馆 学习

� � ( 2)教师可以用图片、词汇卡片以及多媒体动画形式,用非语言动作、手势等提示,给学生

词汇内容方面的输入,做替换练习。先让学生从简单的短句开始,再用长句子来表达完整的意

思。若长句有困难, 可用倒练/金字塔的形式来帮助学生提高句式表达的流利程度。

( 3)用不同的对话方式来做有意义的交际。问句先由老师引导, 然后转给学生。

( 4)让每个学生去充当一个记者的角色,采访两个同学, 问问他们这个春假的打算, 或圣

诞节的计划,或日常生活中常常和谁从哪儿去哪儿做什么, 等等。

( 5)每个学生根据�采访�的内容写一篇�新闻报道�作为课后作业交上来。学生在这些交

际活动中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用上刚刚练习过的句型。

第三,以交际为主题实现语言的形式、内容和功能的统一。在语言教学中,无论是备课还

是课堂教学,接触的第一个问题都是语言形式(句式结构)、内容意义与语用功能的相互关系。

Garret t ( 1991)在对语法教学与交际能力的关系进行论述时指出, 在语言习得过程中, 学习者

的一个任务就是把功能范畴特征用恰当的形式表现出来, 即习得两者之间的�映射�( M ap�
ping )的能力。因此,课堂教学的重点应在语言形式与语用功能的对应规则( m apping rules)的

输入与练习上, 而不是单纯地讲解语法。

不同的教学原则对语言的形式、意义与功能的认识各有不同。在交际语言教学的框架下,

应该采用三者兼顾的原则,即以交际情景为出发点, 把语用背景情境化、具体化, 以语义交流、

意思的协商为内容, 以语言的形式为重点。换句话说, 语言的内容、形式和语用之间不应有冲

突,而应紧密结合。把这三点从内容上连为一体的方式多种多样,在以交际为目的的教学观念

中,则以语言内容的功能为纲,从交际话题入手,重点放在语言形式的练习上。

教学内容应是日常生活中学习者所熟悉的、最常用到的、最有兴趣的。这些内容不仅应该

涉及学生的校园生活,更应该涉及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热点,即学习者所关心的社会现象、文

化习俗、中西文化的比较及现代与传统文化的对比。语言的内容与功能密不可分。如果教学

内容来自于日常生活,语言的交际性就会增强, 比如问候、介绍、请求、道谢、告别、抱怨、致歉、

婉绝等。当学生在交际中完成这些语言功能时, 就会从学习中获得成就感。

语言的内容、功能和形式往往有内在的一致性。比如交际的题目是求职面试,语言的内容

就会包括谈论自己的经历,语用功能为强调性的陈述, 语言形式则会用到某些句式, 如�是��

的�、动词后缀� - 过、- 了�,句尾�了�和时间短语等。

下面表1 仅是一个把语言的内容、功能和形式结合起来的简单例子,实际运用要根据课堂

活动的目的、语言内容和形式的要求、学生的具体情况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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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 1� 语言的内容、功能、形式的三统一举例

交际情景/题目 语言内容 语用功能 语言形式

求职面试 谈自己经历

强调性叙述

过去的经验、

已完成的行

为与事件

是��的

Subj. V. 过��

S. V . ( Obj. V) 了 period o f time (了)

时间短语: ��以前(后)

初次见面
介绍自己

认识他人

寒暄问候

自我介绍

V. 一下儿 (介绍一下儿)

形容词作谓语

请问、叫、姓、贵姓

定约

时间、地点、做

事情、疑问副

词

请求、允许、

建议

S. 有时间 V. Obj.

S. + T ime+ PL . + V . + ( Obj. )

Sentence, 好吗?

N. 呢?

询问地点
地点名词、方

向词、方位词
询问、描述

S. 在 PL( adv . )

M odifier 的 N.

S. 在 N. 的方位词

� 我喜欢的一条街�
存现句、方向

方位
叙述、说明

N / (在) N .的方位词有 N

N. 的方位词是 N

听指令做动作

把字句和常

用的动词, 如

� 拿、放、带�等

祈使
把 Obj. V . Complement

Verb Com plement

计划布置会场
用� 把� 字句

分配任务
陈述、描述

S. 把 O. V . Complement

Sa rah 把 O. 搬出去(搬到 PL ) ��

怎么做 N

( �怎么做炒米饭� )

用� 把� 字句

说明某技巧
介绍、说明

先把 N. 放在 PL , 再把 N. V . Comple�

ment,然后把 N. V. Complement, 最后把

N. V . Complement

� � 第四, 使无意识的偶然习得在有意识的引导下产生:一个途径是要增加语言项目的出现频

率( Input F lood) ,反复出现以引起学生的注意; 另一个途径是使学生学到的语言固定形式

( Fo rmulaic speech)和语法规则变成习得的有利条件( Acquisitio n Facilitators)。当学生掌握

较多数量的语言定式和语言规则后,当他们在教师的引导下注意到语言概念中关键的特征时,

有意识的学习便逐渐为无意识的习得铺开了道路( Selig er & Long 1983; Ellis 1992)。

语言定式是在语言习得初级阶段, 第一语言( Brow n 1973)和第二语言( Bar dov i�H arlig

2002)学习者普遍采用的语言运用策略。Lynons ( 1968)指出,语言定式是大脑中未经分析加

工就应用的固定表达方式。语言学习者在初级阶段对所接触的大量语料并不做一一分析, 而

是作为整个语言组块, 即词组/短语甚至句子来运用。教学中, 特别是在低年级语言教学中

不妨因势利导, 帮助学生掌握大量的语言定式。语言定式在习得中的优点: ( 1)准确率的提高,

学习者学到的是组合起来的大词组和句型; ( 2)学习任务难度的降低, 学习者学到了一个固定

的架构后就可在语义上进行替换, 创造出无数新内容,使语言有了生成力 � ; ( 3)迎合了认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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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技能�旧的形式,新的内容�的习得特点,学习建立在已知的基础上, 学起来比较轻松,并有机

会不断地调节、重建学习者中介语的语法体系; ( 4)有意识的学习为无意识的习得打下基础。

学习者有意识地掌握了大量的语言形式,有助于对目的语的语言规则进行有意识和无意识的

假设,不断地调整自己的中介语系统,使之逐步趋于目的语。

第五, 语言形式的输入/输出的数量和质量要适合学生习得的不同阶段和语言水平。Ellis

( 2002)提出,在学生学习的最初阶段,可以不把语法作为一个单独的内容进行训练, 而是有计

划地提醒,启发诱导,让学生通过观察从大量的语言素材中体验、积累语言经验。输入自始至

终都包括有特征性的、容易让学生理解的语言形式。

语言习得实验研究结果表明( VanPat ten 1991; Bardov i�H arlig 2004) ,学习者在最初阶段

吸收的是以词汇为主的内容。他们在大量的语言输入中寻找的是词组、短语,希望从词汇、词

组和短语中涉猎语义以明白意思。那么这个阶段的教学就应该从词汇和词汇结构入手, 如向

学习者提供、组织他们练习定式词组和短语, 让他们能够吸收大量的可懂语料。

在学习者积累了感性认识, 有了一定的词汇量并能理解后, 开始加强对语言形式的精讲

多练, 学习大量的句型结构。在这个阶段, 教学的重点从学生前期的理解吸收逐步转向在教

师指导下的陈述表达。学习者一方面仍然在不断地接受语言输入, 另一方面拥有大量的机会

练习交际能力。这个阶段仍然是在一定的指导和要求下进行( Guided tasks) , 学习者可以有规

可循,从单句开始到能够成段地表达、进行语义协商, 并能够用较复杂的结构表达。教学的重

点由此进入更高的阶段, 从理解吸收和指导下的表达发展到较自由地表达和成段讨论,组织学

生进行大量的语言输出。

语言输出是语言习得中的第二个阶段,学习者在第一个阶段通过大量的语言输入来对语

言现象进行观察总结并提出假设,需要通过语言的输出来检验自己的假设是否正确,需要众多

的机会来进行注意、观察、比较、假设、证明,使自己的规则逐步趋于目的语。根据学生的情况,

表达可以是强化性的( Sw ain 1997) ,要求学生表达的语言包括适当的语言形式,语义准确, 语

用得体,交际功能完整。对学生的要求更是对教师的要求:教师设计一个把语言形式和语言内

容紧密地交织为一体的交际任务,对语言结构的运用有明确的要求。比如学习比较句时, 常出

现学生的输出不充分、不完整的情况。教师可先用实物实地让学生做比较。就地取材的优点

是益于理解、容易接收,学生的输出速度快。然后教师用醒目或夸张的手段, 如图片或多媒体

投影,来引导学生发挥想象力,引导他们�比吹牛�。

下面例 4是另一个强化性的语言输出活动。

� � [例 4:强化输出:比较级]

练习目的是,强化性的输出,复习各种比较表达法。练习任务包括: ( 1)写一段短文�我和
我____(爸/妈/哥/姐/弟/妹/朋友/老师)�; ( 2)口头叙述; ( 3)回答同学的问题,做语义协商。练

习前的准备:学习者熟悉比较句型,也掌握了一定数量的形容词。语言功能包括语义输出, 陈

述描写,和同学做语义上的协商。语言形式, 即对短文要求包括以下形式:

� � A比 B Adj得多/一点儿/ # N. � � A 很 Adj, B 比 A 更 Adj

� � A(没)有 B 那么 Adj � � � � � � A 不如 B Adj

� � ��, 不过��� � � � � � 对��来说, ��

下面是一个学习者题目为�我和我的狗�的输出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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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狗叫 4 月( April)。他是 Ir ish Setter ,不过他比别的 Setter 大、也高得多。他比我矮一半,也比我

轻一半。他跑得很快,可是他没有姚明跑得快。我不如他跑得快。对他来说,我是他最好的朋友。我吃

什么就给他吃什么,我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要是我去打球他也去打球。要是我去游泳他也要游泳。不过

我去上课,他不上课。狗很聪明, 它比别的狗更聪明。要是他上课,他一定是好学生。

教师在设计练习语法结构的活动时应该注意以下四点。

( 1)教师的板书输入要明了醒目,句式结构公式化并有典型范句。学习者容易一眼看出句

式的特征,从视觉到概念上引起注意, 然后通过大量的练习使学习者在运用的过程中意识到

语言形式与语用功能的特征。

( 2)以意义为主。学习者不论是在处理输入还是在表达输出时, 所寻找和所依赖的是意

义。即使在做机械性的训练时,其内容也是有意义的、交际性的。

( 3)教师应该在设计活动时考虑到把交际功能、语言结构、语用情境三个因素紧密地结合

在一起,即教师要设计一个能把语言形式和语言内容紧密地结合为一体的任务,通过活动培养

学习者的理解能力和沟通能力。

( 4)语言形式的教学要重视学习者的语言水平和习得发展阶段。向学习者提供什么样的

练习取决于其语言水平。如上文提到的,中文学习刚开始, 要注重词汇和语言定式的输入, 以

理解为主, 以日常用语为主要内容。初、中级教学则侧重于对结构的大量反复输入、理解、语义

协商、吸收和有指导的输出;高年级的学习者则应鼓励高质量的表达和强化性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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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Grammar Teaching

WEN Xi�o�hon�
(Dep t. of M od er n and Classical L anguages, Universi ty of H ouston, A mer ican)

Abstract: A major focus of r esearch on language acquisit ion is the acquisit ion of g rammat ical

rules. T her e ar e tw o kinds of g ramm ar know ledge: declar at ive or explicit know ledge devel�
oped through form al inst ruction, and implicit know ledge acquir ed through comm unicat ion. If

a lear ner� s at tent ion can be guided to the lev el of aw areness of linguist ic know ledge, he/ she

may be able to not ice certain im po rtant linguist ic featur es embedded in the input . Discrepan�
cies betw een a learner� s no ticed infor mation and his/ her ex ist ing system o f linguist ic compe�
tence subsequent ly init iate the r estr ucturing of the learner � s im plicit system o f linguist ic

know ledge. It is proposed that class act ivit ies should help learners r aise their aw areness o f

gramm ar form s, especially through form�rich and communicat iv e exposur es, to provide op�
portunit ies for learners to sub�consciously make com parisons and const ruct new hypotheses

to accomm odate the differences. Fo rm�focused inst ruct ion can make g rammat ical st ructures

more relevant and applicable for learners to internalize, thus, facilitate language acquisit ion.

Key words: language acquisition; interlanguage; communicat ive capability; task�base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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